
目前，北京市 6329 个社区
（村）成立残协，选聘出专职委

员 6690 人，包括街道（乡镇）残
联专职委员 1032 人，社区（村）
残协专职委员 5658人。

近年来，市、区残联通过专

职委员技能大赛，充分利用中

国残联“专职委员在线”和“专

门协会在线”培训平台，采取线

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胜

任岗位职责、掌握惠残政策和

残疾人工作基本知识为重点，

加强对专职委员的日常培训，

提高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广

大专职委员密切与残疾人血肉

联系，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成为村（社区）“两委”的“好助

手”、残疾人的“娘家人”、助残

服务的“组织者”。

当好残疾人权益的捍卫

者。残疾人专职委员工作在最

基层，最直接与残疾人及其家

庭接触，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

残疾人的桥梁和纽带。专职委

员能否有效地履行自身职能，

做好本职工作，直接关系到惠

残政策能否落到实处，关系到

每一位残疾人的切身利益。专

职委员队伍建立以来，在属地

开展残疾人康复、就业、社会

保障、教育、宣传、文化体育、

信访维权、法律维权、无障碍、

温馨家园运管等各项工作，兼

任社区康复协调员、就业指导

员、体育健身指导员、无障碍

监督员、辅具工程师等，使残

联的各项业务工作和重点任

务在基层得到落实，解决了市

区残联在职在编人员有限、专

职一线残疾人工作者不足的

困难。专职委员注重发挥基层

经验丰富、政治素质过硬、服

务意识强、业务水平高、群众

威信高的优势，精准把握助残

惠残政策，深入广泛宣传，用

党的理论武装残疾人的头脑、

用惠残政策感召残疾人，教育

引导残疾人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广大专职委员积极参

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无

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等重

点工作，展现了良好风采。

当好残疾人生活的好帮

手。广大残疾人生活在居村，

残联工作的根基在居村，服务

残疾人的落脚点也在居村。残

疾人专职委员作为基层残疾

人组织的主要成员，生活和工

作在残疾人身边，与残疾人更

近，对残疾人更亲，代表其利

益，倾听其呼声，反映其需求。

专职委员制度的建立，健全了

四级残疾人工作者队伍，实现

残疾人联系服务全覆盖。专职

委员分别联系分散居住在全

市 57.2 万持证残疾人，定期调
查、走访辖区内残疾人家庭，

掌握残疾人及其家庭基本情

况、基本需求和服务情况，将

残疾人及其家庭个性化、类别

化、多元化的需求及时反映给

各级残联组织，是开展未诉先

办和接诉即办的主力人群。广

大专职委员用心用情用力为

辖区残疾人服务，把关怀和服

务送到残疾人手中，做残疾人

最可靠的知心人、暖心人、代

言人。

当好残疾人的情感贴心

人。专职委员工作在基层，肩

负着联系服务残疾人“最后一

公里”向“零距离”延伸的重要

职责。广大专职委员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深入开展听民声、

察民情、聚民智、解民忧打走

访活动，面对面、零距离与残

疾群众交谈，倾听残疾群众的

心声，多视角、全方位了解残疾

群众所思、所想、所急、所盼，开

展为残疾群众服务全程代理，

把为残疾群众服务做准、做细、

做深、做实，切实解决残疾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通

过上门入户走访探视残疾人，

送政策送服务，面对面了解掌

握残疾人现状和诉求，解难题

办实事。协助做好市、区残联党

员干部结对帮扶工作，每名科

以上干部联系一户困难重度残

疾人，做好联系沟通，了解残

疾人需求，为残疾人办实事，

使服务残疾人的触角真正延

伸到残疾人的家门口，不断提

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安全感、

幸福感。

当好残疾人的自强代表

人。广大残疾人专职委员发扬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乐

观向上，拼搏有为，在平凡的岗

位上为残疾人服务。6690人的
专职委员队伍中，4120 人为残
疾人，268人为残疾人亲友。专
职委员通过从事残疾人工作，

取得岗位工资或补贴作为劳动

报酬，增加劳动收入，减轻了家

庭经济负担。通过接受培训提

升了能力，部分专职委员考取

社区工作者，在回归社区自强

自立的同时，也实现了融入社

会、服务社会、反哺社会。8名专
职委员获得市级自强模范、扶

残助残先进个人表彰，部分参

加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宣

讲团，20 多名残疾人专职委员
荣获区级榜样人物，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践行“平等、融合、共

享”的发展理念，为残疾人事业

发展贡献力量。

下一步，北京市残疾人联

合会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

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

彻落实中国残联和市残联八代

会精神，全面提升全市残疾人

专职委员的综合素质与服务能

力，打造一支与新时代残疾人

事业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政治

素质硬、服务意识强、业务水平

高、残疾人满意的专职委员队

伍，扎实推进社区村残疾人协

会的规范化建设，打通联系和

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为

首都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组织保障。

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以首善标准全力推进社区（村）残协规范化建设和专职委

员队伍能力提升工作，使“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残疾人工作组织体系进一

步完善，基层组织“建起来、强起来、活起来”的目标逐步实现。残疾人专职委员队伍是

社区（村）残协规范化建设中的重点，在支撑基层组织运转、联系服务残疾人、促进残

疾人融入社会、发挥群团组织作用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成为履行“代表、服务、管理”职

能，展现优良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成为党和政府满意、残疾人信赖的基层残疾人

服务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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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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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残疾人权益的捍卫者尧
生活的好帮手尧情感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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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高校录取结果陆续

揭晓。据报道，今年全国 15名
盲人考生中已有 3 人被艺术
院校录取。很多网友献上祝福

和点赞，不仅是因为他们圆了

大学梦，更因为人们明白，一

名视障孩子取得这样的成绩

是多么不容易！

在普通孩子眼里再简单不

过的一个知识点、一次考试和

训练，对他们而言，都要付出

百倍的努力。没有坚韧的毅力

和对梦想的追求，是难以斩获

佳绩的。不只他们，其背后的

家庭也要百倍付出。有人举家

搬迁到有盲校的城市，只为让

孩子继续学习；有的母亲充当

孩子的“专属助理”，有的父亲

专门去学音乐知识，只为帮助

孩子。3 名考生和他们的家长
用行动谱写了一曲普通人的

奋斗励志之歌，让人动容，也

让人敬佩。

他们的经历，也是我国残

障人士受教育权益不断得到

保障的生动注脚。2024年全国
高考报名人数 1342 万人，其中
残障人士 1.1 万余名。高考前，
教育部就进行了部署，要求为

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包

括：为视障考生提供现行盲文

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为听障

考生免除外语听力考试，允许

行动不便的残障考生使用轮

椅、助行器等。同时，依据《残

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很

多地方还为视障考生设置了

进出考场绿色通道、安排一层

考场或设立单独考场方便出

入，相关省份教育考试院做好

盲文试卷接运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盲人考

生提供盲文高考试卷，今年已

经是第 11年，有 15 名盲人考
生使用盲文试卷。如果从 2014
年首次提供盲文试卷算起，已

有 80 位盲人考生因此受益，
数十名盲人考生先后被武汉

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

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

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录取。

可以说，从高考前的特殊

关怀、到高考现场的软硬件设

施便利，相关政策设计和设施

配备都在不断完善，只为确保

残障考生顺利参加考试，让每

一个心怀梦想的年轻人都能站

在高考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

这种对于残障人士平等

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保障、对

于他们追求梦想和美好人生

诉求的尊重，也在大学校园里

得到进一步延伸。近年来，为

残障新生提供单人宿舍，配备

方便他们生活起居的设施，乃

至允许家长同住等各项人性

化措施，越来越成为高校的常

规操作。这些暖心的举措，诠

释着大学精神、人文情怀，这

是给新生们上的第一课，也使

更多的人懂得：要平等对待残

障人士，努力为他们创造便利

条件。

高考对于残障考生服务保

障的日渐完善，是我国残疾人

权益保障工作不断进步的体

现，并且与社会各界对残障群

体的关爱同频共振。在肯定成

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现实与

公众的愿望还有一定差距，从

中小学到大学，从课堂到考

场，从校园到社会，从读书到

就业，我们能为残障人士做的

还有很多。充分保障残疾人平

等权益，全面促进残疾人事业

稳步发展，让每一名残障人士

都享有同样精彩的人生，全社

会还要继续努力。

渊据叶光明日报曳冤

让更多残障考生能圆大学梦


